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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本刊上網！

本刊出到總36期，正好是

創刊6周年。為慶祝本刊6周歲

並感激世界各地朋友的支持，

我們從今年8月起，將《二十一

世紀》上網，作為給本刊遍布

全球的讀者、作者的一份禮

物。現在，請你打開電腦，你

只要按如下網頁地址：

http: //www.cuhk.edu.hk/ics/21c/

index.html

就可以從網上了解本刊的基本

資料，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及

時看到本刊最新一期的目錄及

重要文章選登。

我們希望，通過萬維網與

世界各地的讀者與作者保持及

時的、個人對個人的聯絡，能

更快地傾聽你對本刊的意見、

建議，並歡迎你品評新刊文

章，參加「三邊互動」。

——編者

集權、分權抑或主權

上期（35期）「二十一世紀

評論」以「中國政治改革的幾種

思路」為題的一組文章，讀來

頗感刺激。貴刊率先組織從學

理上探討有關重要問題的文

章，頗有膽識。新時期以來，

某些所謂政治學家的政論評述

文章顯得對政治學知之甚少，

不少文人更是信口開河。上期

評論至少推薦了像樣的政論。

民族主權國家的訴求與公

民個體自由的訴求的內在矛

盾，向來是現代中國政治體制

的基本困難。孫中山、毛澤東

都為了使中國成為現代民族國

家而推行抑制個體自由的政治

建制。甘、吳兩文根本上還是

膠 於這一問題，並試圖在確

保個體自由的立場上思考政治

制度的良性演化。依余陋見，

吳文混淆了「制度化分權」與

「國家與社會分化」。「分權」

是針對「集權」而言的，這與國

家與社會的分化不是一碼事。

甘文以卓識見長，亦見其

思考的縱深度。甘文 眼於

「主權」，即公民個體的主權與

民族國家的主權之關係。余以

為其把脈相當準確。問題是，

這一理念在制度上如何落實？

顯然不能撇開既有制度重新來

過。因此，考慮如何利用共產

黨制度的既有制度化資源，是

相當關鍵的問題。例如人民代

表大會制，既可成為公民直選

的機制，亦可成為共產黨轉型

（盟主黨）並保有國家權力的機

制。甘文已提到人大的制度化

功能，但未論及上述問題，未

知高見如何？

吳文提到社群組織的功

能，儘管相當飄忽，但國家與

個體之間的社群實際亦相當重

要，這是甘文所未及的。人大

如今的選舉機制主要以政區劃

分，是否可加進社群劃分，從

而也設想政協與人大的合一？

音之　重慶

96.7.21

應更深入地研究
當代中國鄉村民主

我認為6月號鄭永年〈鄉

村民主和中國政治進程〉一文

所提出的視點和基本論點，較

為中肯和精彩，似可視為數年

前貴刊提出的鄉土中國研究課

題的一種落實。但是，據我個

人這兩年對浙江蕭山農村的實

地考察，覺得以下幾個問題應

該提出來供鄭先生參考：

（1）有關中國鄉村的政治

學研究，似可更為自覺地與社

會學的經驗研究結合起來，以

避免對區域差別注意不夠而得

出籠統結論。

（2）鄭文似未注意分析不

同區域以及同一區域的不同經

濟類型，對鄉村的權威類型、

鄉村民主制度構建及其運作機

制的重大影響。而經驗恰恰表

明，其中有許多值得作政治學

理論分析和歸納的素材。

（3）鄭文第三節關於中國

農村基層組織形式的討論，過

於拘泥所謂「現代民主」的一般

尺度，因而顯得文本色彩較

濃，也顯得過於簡略，忽略了

許多有實質意義的問題。例

如，村黨支部（50名黨員以上

還可建總支）問題，正式組織

與非正式組織問題，非正式組

織在鄉村民主進程中的功能，

等等。



三邊互動 161間文化空間正在慢慢擴大。

中青年學者中，最好的那部分

要麼是在民間文化空間活動，

要麼兼顧體制內外；但最活躍

和最有前途的，顯然在體制外。

除了民間文化空間正在形

成這一點外，另一突出之點是

已開始形成多元化格局。現在

除官方正統以外，已出現了新

儒家、蕭功秦式的保守主義、

崔之元式的新左派、盛洪式的

文化民族主義，以及某些民粹

主義者。這¯似在給他們貼標

籤，不甚準確，但分野確實很

清楚。還有另一批中青年思想

界、學界人士，已開始明確地

將自己的立場定位為自由主

義，這是指從洛克、穆勒一線

下來的政治思想傳統。

余明　布達佩斯（匈）

96.7.10

讀書人要的是真思想

文人、學者的價值，是通

過他們思想的結果來體現的。

作為花錢買書的讀者，當然希

望看到著者真正的思想。可

是，我經常感到失望。自從讀

到《二十一世紀》後，不能割

捨，原因很簡單：從中可以讀

到真思想，絕大多數作品都是

嚴肅思想的結果。作為一個素

養不是很高的讀者，我比較感

興趣、或者說是受啟發和得益

最多的，是「百年中國」、「經

濟與社會」、「人文天地」諸

欄，尤其是前兩欄¯的文章。

讀這些文章，我看到了一些被

欽定的教科書所遮蓋的過去歷

史與當今現實的真面目，很多

文章讀後都給我一種「原來如

此」的釋然。遺憾的是，這兩

欄每期只發三至五篇文章，似

覺太少。

勝柯　昆明

96.5.17

本刊擬整套出售前五年

（1-30期）刊物，請參閱本期訂

閱專頁下方的有關說明。由於

第1、2期存貨很少，欲存全

套，請從速與本刊聯絡。

——刊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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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鄉村民主的功能

問題，鄭文主要討論的是鄉村

民主對於民族國家建設的意

義，基本未考察鄉村民主對於

鄉村社會成員的意義。我覺

得，這是一個邏輯上的重大脫

節。不知是否因為鄭文存有某

種理論預設——諸如鄉村民主

是鄉村社會成員自覺趨向的當

然目標之類？

毛丹　杭州

96.7.16

大陸的民間文化空間
正在擴大、多元化

今夏在中歐大學（CEU）

召開的一系列研討會，大多與

東、中歐社會變化有關，如共

產黨歷史（在此，共產黨已成

了一個歷史題材）、私有化進

程等。這些討論與中國情況關

係也很密切，因為這¯今天討

論的問題，就是中國正在剛剛

發生、明天會顯得突出的問

題。與會者有數位中國學者，

他們議論到當前大陸學界的

情況。大家都注意到大陸的

民間社會正在形成，尤其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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